
投稿邮箱：603468841@qq.com

2024年6月15日 星期六

见习编辑/刘晓凤组版/顾建峰校对/肜静颖 07周刊·墨妙亭

2000年 8月的一天，我在沙溪中
学校门口坐上一辆特殊的大巴，同行
的还有我的父母、一众同学和他们的
家长。那一年的高考，沙中的一本录
取率创下了历史新高。仅是考上南京
一本院校的同学就有二十多位。所
以，学校特意租了一辆大巴，专程送我
们这些学生离乡，奔赴心仪的大学和未
来。

那时候的心情是复杂的，梦想成真
的兴奋中带着某种付出有了回报的欣
慰，对父母和送行老师的恋恋不舍按捺
不住想要即刻自由飞翔的激动。我和
同学们七嘴八舌地交谈玩笑,舍不得停
下来，仿佛这样才能把三年的情谊一直
保鲜。

说起来，我在沙溪中学度过的时光
比现在的学生都要长，因为那时候母校
有初中部和高中部。我的祖父曾是沙
中的数学教师，我的伯父和姑姑也都在
沙中执教和任职。我家与沙中只有一
墙之隔，从小就经常偷溜着进出沙中的
后门小道，对围墙内的一切充满向往。
那种熟悉感，伴随我在母校六年的学习
生活，以至于当我现在回想校园生活，
我的记忆有时候是混乱的。踏上木结
构的老楼楼梯，伴着木地板的嘎吱声上
音乐课，那应该是初中时候的事，但那
老楼何时不见了，我却记不得了，只记
得走廊上经常伸进一支葱绿的树枝来，
摇曳生姿。课间的最佳精神寄托——
小卖部，也不知是何时从老楼搬到了住

宿区；而教学楼旁，不知何时建起了小
花园。早自习下课前几分钟，我的同桌
杨滋荃就已经搜集好了班上报名吃包
子的同学名单，下课铃一响，她就像听
到发令枪响一样冲出教室。得益于她
的短跑健将身份，我们总能比其他班的
同学更早地吃到食堂的肉包子，别提有
多得意了。数学老师杨筱春不按常理出
牌，实行并班教学，我们2班和隔壁1班，
经常搬着板凳相互串门，坐在课桌之间
的过道里，一起解题、一起挨训、一起激
动也一起哀嚎……

大巴从学校驶出，仿佛宣告着战斗
以胜利告终。大巴下了高速，开进了南
京城区，大路两边是望不到头的梧桐
树。第一站到了南京农业大学，下去了
几个同学家长，他们带着行李走过马
路，向我们挥手告别。我知道，分别是
真的要来临了。但我也知道，这分别只
是某种蓄力，我们在未来的某一天，将
以另一种姿态重逢。大巴的终点站是
我要下车的地方，南京大学，这是我考
进沙中高中部之后一直坚定的“梦中情
校”。当我的父母把我的行李送到迎新
的新闻系师哥师姐手里的时候，当大巴
掉头、开回沙溪的时候，我感到有某种
交接仪式正在进行。

那时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第
一次开始独立生活，但是对未知似乎并
不感到害怕。即便在后来和南大那么
多优秀师生共处、学业遭到挑战、竞争
面临失利、荣誉荣耀降临的时候，我都

能相对平静、内核稳定。直到现在，我
都还认为自己是一个内心丰盈的人，这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沙中在我成长的关
键六年里给我创造的安全环境，以及老
师们专业扎实、理念升维的教学、教
育。那时候，我最喜欢上的课是李建春
老师的历史课。历史学习，博古通今，
让人仿佛身处浩瀚宇宙，四周星辰围
绕，触手可及。这样的宏观视角，常常
帮助我从一城一池的得失纠缠中脱身
出来，看向整体与大局，用现在时髦的
话说就是“不内耗”。数学老师杨筱春
常说：“你们以后也许不会记得这些方
程、函数、曲线，但是我希望你们能一直
记得数学之美。”对“美”之求索，成为了我
一直以来学习进步的动力，也让看起来枯
燥、重复、辛苦的钻研趣味无穷。再后来，
大学毕业走向社会，人生旅途面临众多分
岔路，不知如何取舍的时候，会想起高一
班主任、政治老师陆健新当年帮我坚定
文科选择时的引导：你既然全科都优
秀，那么就要相信你的数学将帮助你从
其他的文科学生中脱颖而出。看清自
己的长板和竞争优势，决策就会变得简
明直接有力。

据说，婴儿出生的时候，会从母亲
的身体里带走能量包，即便出生后的三
天都不吃不喝还是可以存活。我想，我
一定是从母校沙中带走了一个巨大宝
贵的能量包，带着去了大学，带着走入
了社会，一直到现在都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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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在这喜庆的金秋十月，江苏省沙溪高级中学将迎
来110周年华诞，这是省沙高发展历程中的大事，也是太仓高中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事。为此，
省沙高携手市融媒体中心，向历届校友、在校师生征文，共话省沙高110年育人风华。本次征文
选登，是沙高人对办学历史的深情回望，更是对学校未来发展的美好期许。让我们一起感受她
深厚的办学历史和文化底蕴，体悟她成为太仓高中教育名校的教育基因和精神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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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们是在一场夜幕下的微雨中进入了
南长街。

南长街，无锡的著名古街，临水而建，水陆并
行，古街区修旧如旧，充满历史韵味和文化底
蕴。如今，几乎每个江南的城市中，都保留着若
干个珍稀的古街区，有大有小，大同小异。那里
有古桥、古树、古宅、古街，成为当下的“网红”打
卡地。然而，每个古街区是独立的个体，都有自
己的独特人文和传承，体现出不一样的历史风
貌。

梁溪街头，车流不息，街道两旁高楼林立，霓
虹闪烁。车窗外，雨似乎越下越大，滴滴答答的
雨声敲打着车窗，真有点“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味
道。玻璃上水珠模糊了窗外的视线，依稀的景致
越来越难分辨。向外张望，只见打伞的过客，身
影绰绰，步履匆匆。

去无锡，二月看梅，疏影暗香；三月赏樱，烂
漫春光，人间四月最美天。一曲《太湖美》唱红了
无锡，无锡的山水景致看不够，但有个地方值得
牵挂，那就是古运河畔的南长街，被誉为“江南水
弄堂，运河绝版地。”

南长街，坐落于古运河畔，北通长江，南达太
湖。南长街历史悠久，可上溯至北宋时期，是无
锡城的主要街道之一。明清时期，南长街更是商
贾云集，盛极一时。如今走在古街区，依旧可以
感受当年的雅韵遗风。

依托古运河，南长街富有“运味”。大运河是
根，是魂。全长1700余公里的京杭大运河的水
脉，文脉，串联起运河两岸的一个个城市村庄。
大运河绕城而过，或穿城而过，沿线催生并孕育
着无数的“南长街”。

灯笼高悬，灯火辉煌。在“运河古邑”的牌坊
下，古韵今风的南长街似一幅“运味”人间的画
卷，向人们徐徐展开。古运河两岸，万家灯火，璀
璨如昼。

在跨塘桥畔的游轮码头，我们一行坐上游
船，虽然是机动船只，少了桨声，少了欸乃，但依
旧“突突”地踏浪前行。这里水面宽阔，游船如
梭，两岸灯火交织，星星点点。水面越来越宽，经
过江南水弄堂，大公桥，便在一座单孔石拱古桥
——清名桥下穿过，向着前方南水仙庙地带进
发。

这座飞架于古运河上的清名桥，始建于明
代，是街区内的重要历史文化标志。清名桥历史
文化街区，是江南运河无锡段的重要组成部分，
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我们的游船向前不久，便
掉头往回赶。清名桥再度映入眼帘。

于是我们提前在清名桥码头上岸，去走一走
这座花岗岩堆砌而成的古桥。走上桥头，因为下
着雨，石板上光滑锃亮。沿着石阶而上，便登上
了桥中央。桥上人头攒动，争相拍照。运河波澜
不惊，流光溢彩。古街区灯光璀璨，一览无遗。

此刻，我想起了诗人卞之琳的诗句：“你在桥
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
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站在桥上，放眼
望去，眼前是流动的河水，远处是城市的喧嚣，或
许再远处的长江奔流入海，太湖烟雨朦胧，还有
更多更远处的绿水青山。

我们沿着古运河畔的南长街漫步，这里有
寺、有塔，有河、有桥，有窑、有坊，整个历史文化
街区，古色古香，温婉绵长。此时此刻，夜市最热
闹，人流最拥挤。街头美食众多，油酥饼、小笼
包、糖醋排骨……色味俱佳，满街飘香。糖画、剪
纸、泥人等手作工艺、传统非遗、民间艺人表演，
再现了江南文化的独特魅力。

导游说，夜游南长街，感受最精彩。古运河
的桨声灯影，古街区的人声鼎沸，江南水乡的静
与动、快与慢，会因各人的体验不同而有所差
异。但有一点可以相信，在这里，每个人都会找
到心灵的寄托。其实，旅游也好，行走也罢，无非
就是苦苦地寻找和体验。诗和远方不在别处，就
在这里。

南长街，一条“运味”十足的街，有诗有梦有
风景。

来到这样殿堂级的地方，我说自
己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一点没有夸
张的意思。

一个土生土长的太仓农家女，生
于美育教学极度缺乏的七十年代，读
了不多的书，随后工作、安家都在太
仓，平时不太热衷于旅游打卡，琴棋
书画、吹拉弹唱又似乎都不沾边。我
对美学最多的接触，无非是手机、电
台里的经典歌曲、文学作品里的只言
片语和生活杂志上的绘画及摄影作
品。

我想，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对美
的追求是方方面面、终生不止的。网
络兴盛的年代，你也许可以足不出户
周游世界，但对近在咫尺的美学殿
堂，内心真正向往美好的人都不会熟
视无睹，毕竟身临其境的体验是借助
任何媒介都无法替代的。

于是，我来了，太仓美术馆。
第一次来这里，缘于当时把车停

在了对面的地下停车场。下午四点
办完事，时间充裕，就打算进去看一
下。

我在门口瞥了一眼“参观须知”，
得知四点半闭馆，于是手拿矿泉水瓶
急匆匆往里赶，被工作人员善意地告
知：水不能往里带，服务台可以寄存。

罢了罢了，那就等下次吧。于是
就在一楼随意参观。

踏入庭院，第一眼就被一片开阔
的镜面水池吸引了目光。平静的水
面上，拱窗竹影、房檐游人，如梦如
幻，倒映水中。极简的建筑，配上零
星绿意点缀，古朴中透着现代简约气
息。

大道至简的设计风格，一下子震
撼了我。我想，我与太仓美术馆的第
一次相遇，不是她对我有阻隔，而是
冥冥之中，她想用这样的方式告诉
我：这么美好的地方，值得你专程来
一趟。

于是，我腾出了一个周六的上
午，专程前往。

美术馆的三个楼层正好都有活
动。

一楼正在举行“一幅画的诞生：
点画——北京画院画家作品展”。走
进形与色的世界，每一幅画都是大师
们内心的写照。其中有对少数民族
生活的描摹，对家人手足的怀念，对
身边草木的体察。附上批评家对每
幅画的点评，以及画家本人阐述，让
一个普通人也能读懂画语。

我想，美，应该是人类共通的体
验。我在展厅门口郭宝君大师的画
作前驻足良久。三幅描述藏族同胞
生活瞬间的画，深沉的底色，简洁的
画面，内容高度概括却生动感人。站
在画前，神秘的宗教信仰与独特的文
化传统扑面而来，震颤人心。

二楼是“春天里——苏州写意花
鸟画五人展”。太仓的朱强老师有一
幅《紫气东来》，我印象颇深。家中庭
院外今年正好新种了一株紫藤，叶未
长，花已开。站在画前，我于是幻想：
这朵朵紫色花坠，该不是家中那株紫
藤未来的喜人模样吧……苏州知名
主持人阿丁的画，极简又雅致，他用
苏州文人特有的生活感悟和观察角
度，勾勒出一派自然之美，充满生活
情趣。室外，市民公园里春意盎然，
而我正徜徉在艺术的殿堂里，赴一场

“春天里的约会”。
信步来到三楼，“又见娄水——

黄惇书法篆刻作品捐赠展”正在举
行。如果不是来到这里，我对这样一
位治学严谨、德艺双馨的大师是一无
所知的。在黄老的作品前，我看到了
一位老艺术家走上艺术之路的一点
一滴与无尽探索。站在他展示家中
年夜饭菜谱的书法作品前，看上面写

“笋干红烧肉、太仓爊鸭”，我哑然失
笑。我想，一个懂得生活的人，才真
正懂得艺术。这次，黄老将展出的作
品无偿捐赠给太仓美术馆，是太仓人
的福音。书法篆刻艺术的玄妙，对于
我这样的普通人来说，也许遥不可
及，但这份桑梓情怀、无言大爱，犹如
江南大地上的娄水一般绵长。

走出太仓美术馆，我涌入上海路
的车水马龙。艺术欣赏也许只是片
刻的体悟，真正的艺术，是热爱生
活。当我们把艺术带进生活，才真正
是对艺术沉浸式体验的开始。

用针线和老花镜缝补生活
用眼药水和止痛片
堵住时光的千疮百孔

每个人都按时长大
乘着生命的专列向前疾驰
来不及和早晨的一滴露水告别
就已经坐在中午的浓荫下
小憩片刻
山坡上就开满了黄昏的花

时间磨损了一个人
也磨损了它自己
当心事不再喧哗 生活一目了然
留恋
像木头燃烧过后的余温
持久而热烈

失去永昼的明亮
还有永夜的孤独
随着时间去流浪
不再慌张

““运味运味””南长街南长街
□宋祖荫

走在时间里走在时间里
□陆莉玲

我和我的母校
□顾洁慧

我来了我来了

太仓美术馆太仓美术馆
□孙瑜

1997年9月，我从王秀中学考入江
苏省沙溪高级中学，2000年7月毕业，
现在是一名基层公务员。最近偶然得
知母校正在进行校庆征文活动，不由心
头一热，决定写篇文章，为母校做点实
实在在的事情。

很小的时候，由于亲戚家和村里好
几个比我大的孩子都考上了沙中，所以
我很早就知道了它的大名。只要村里
有人考上了沙中，那真的是敲锣打鼓，
鞭炮齐鸣，好不热闹。当时流行的一句
话就是“考上了沙中，一只脚就迈进了
大学的校门”。每次看到开学时那些拎
着大包小包去沙中报到的学子，我别提
有多羡慕了。我暗暗发誓：长大后我也
要背上青春的行囊，和沙中好好见一
面。进入初中后，我学习非常刻苦，成
绩也比较稳定。中考的时候，我发挥不
错，顺利被江苏省沙溪高级中学录取。
终于能够和沙中见一面了！而这一见，
一待就是三年，何其幸运！何其美妙！

圆梦沙中，为我的人生增添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

进入沙中后，我更加只争朝夕、孜
孜不倦地读书。但遗憾的是，高考并没
有考出理想的成绩，我被一所外地的大
学录取了。进入大学后，我一直用母校

“勤、谨、信、进”的校训激励自己。大二
下学期，我参加了空军首届“2+2”国防
生的选拔，幸运地被录取，正式成为了
一名军人。军校毕业时，我响应号召，
被分配到珠江入海口的一个小岛服
役。服役期间，我的岗位进行过多次调
整，也曾两次荣立个人三等功。远在异
乡的日子，不管身处顺境还是逆境，我
一直保持着沙中学子的初心，也一直希
望能和沙中再见一面。我从2012年起
就一直在关注母校的百年校庆，也抽空
写了两篇校庆征文，我多么希望百年校
庆这一天早日到来。时钟终于拨到
2014年10月18日，我顾不上长途跋涉
的疲惫，马不停蹄地赶到了校庆现场。

沙中，我们终于又见面了！这一别，已
是整整13年！

今年10月20日，江苏省沙溪高级
中学将迎来建校110周年华诞，这对母
校的发展来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所
有沙中校友来说也是一件大事。我从
2017年3月转业回太仓后，今年已是
在地方工作的第7个年头。虽然太仓
很小，平时却很少有时间再回母校看
看。“80后”的我们，已经到了四十
不惑的年纪，为生活奔波操劳，工作
上要奋斗打拼，家庭上更是上有老下
有小，属于自己的时间少之又少。但
在闲暇之余，一直牵挂着沙中的人和
事，高中三年的美好时光一直为我们
所津津乐道。逢年过节，我们常常会
约上旧日同窗、三五好友小聚一场，
追忆青葱岁月，畅想美好人生！今年
的110周年校庆，我一定会来！在沙中
等你！

2024年，我们不如见一面……

不如见一面
——我与沙中的故事

□袁佳杰


